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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捷克在2004年加入歐盟，加上政府投資獎勵，國外投資蜂擁而至。其中不乏知名台商，包括鴻

海、友達、群創、華碩、宏碁、合勤等廠商都積極藉由捷克的地利之便，懷抱「前進捷克，放眼歐

盟，布局全球」的雄心壯志，搶進大歐洲市場。                                                                                     

                                             ◎撰文／王玉玲 攝影／呂恩賜

克投資局統計資料顯示，1993～

2011年為止，捷克累計吸引915

億美元國外直接投資，其中又以

製造業為最大宗。另外，世界銀

行數據也顯示，經濟起飛後，捷

克的每人平均國民收入已從2002

年開發中國家等級的18,100美

元，快速成長至2011年的24,190

美元。

儘管2012年捷克在歐債及歐

洲需求減弱的影響下，經濟陷入

3年來首度衰退，但是由於捷克

主要出口國為德國，而德國經濟

又相對強健，因此比起其他歐盟

成員國像是西班牙及義大利，捷

克受到的影響顯得較小。葛德凱

表示，捷克2013年將恢復成長動

能，經濟成長率可望達到1%的成

長水準。相較於歐盟2013年GDP

將呈現連續兩年衰退，捷克的表

現可說平穩許多。

捷克不僅國民總收入遠遠超

越開發中國家，2013年GDP可望

濟體，內需市場潛力雄厚，而且

現代化樣貌不輸其他歐盟國家。

再加上捷克跟台灣有許多類似

處，雙方都重視知識及高科技產

業發展，也鼓勵創新，在這些前

提下，相信雙方未來將可開啟新

的合作契機。

力抗歐債危機  

2013經濟可望正成長

歷經多年發展，捷克的經濟

可以用脫胎換骨來形容。根據捷

我
任內最重要的任務，就是

要讓產業界更加了解捷克

現況，再度吸引台灣企業的興

趣，」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葛德凱表示，雖然台灣近幾年投

資轉向東南亞，但基於分散投資

風險的必要性，台商仍然對其他

市場極為關注，而改變後的捷

克，可以成為台灣布局全球市場

的重要貿易夥伴。

葛德凱進一步表示，捷克早

蛻變為以市場導向為主的開放經

專訪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葛德凱

蛻變後的捷克  
與台攜手共創商機

2012年台灣對捷克出口大幅成長3倍，其中航空器相關零組件成長幅度超過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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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長，該國政府產業政策的制

定，也對吸引外來投資有正面的

影響。葛德凱表示，捷克政府的

產業政策重點不是要扶植特定明

星產業，而是在創造良好的投資

環境，如此才能吸引世界各國投

資者的進駐，促進國家整體經濟

發展。

以這次歐盟債務危機為例，

歐盟各國為了減低政府債務壓

力，採取撙節措施，大幅減少政

府及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稅負，

與此之際，捷克雖然也計劃減少

政府開支，並調整附加稅率以增

加國庫收入，儘管如此，由於捷

克2012的國家債務低於歐盟會

員國，而且銀行體系健全，因此

政府的撙節措施規模相對較小，

不會直接影響到一般企業的營業

稅。葛德凱強調，捷克政府過去

幾過月開始重新思考如何因應這

波歐債問題，逐漸傾向採取促進

經濟成長的政策，而非一味的縮

減財政支出。

多領域助攻  

台對捷出口逆勢成長

以往台灣在捷克的投資多以

資通訊製造為主。根據經濟部投

資業務處統計，從1995年起，台

廠即陸續前往捷克投資，在當地

設立資通訊產品後段組裝廠、面

板模組廠以及液晶電視組裝廠，

當時台商看上的是捷克比西歐國

家低廉的勞工，而且貨物輸歐盟

國也免關稅，這些都可幫企業節

省成本。

另外，捷克的地理位置優

越，位處歐洲中心，台商在捷克

也可設立資通訊產品維修中心、

客服中心或發貨倉庫，迅速將貨

品運送到歐洲各地的客戶手上。

也有少數台商在此經營貿易公

司、旅遊業及物流業。根據捷克

投資推廣局的資料統計，過去17

年來，台商在捷克共有24件投資

案，累計投資金額大約為4.78億

美元。

根據經濟部國貿局統計，

2012年台灣對捷克出口年成長

8%，達到5.02億美元，而同期對

歐盟出口則衰退8%。細看出口項

目，電腦相關零組件產品仍位居

出口首位，雖然去年全球電腦市

場低迷，但台灣出口到捷克的電

腦相關產品仍成長將近6%。

另外，光學精密儀器相關零

件則是2012年出口成長最強勁的

項目。以絕對金額來看，2012年

台灣對捷克出口成長超過3倍，排

名也從2011年第5名，躍升為第3

大出口貨品。令人吃驚的是，在

各個項目中，航空器、太空船及

相關零組件出口成長幅度超過8

成，排名晉升兩級，從第13名升

至第11名。葛德凱說，捷克跟台

灣在航空產業的合作不少，據他

所知，目前台捷廠商正在開發小

型飛機，希望未來可以成為新的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葛德凱認為，台灣與捷克在許多產業能透過互補合作提升競爭力，兩國企業應該密切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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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太陽能及LED產業發展蓬勃，捷

克在這部分也不弱。另外，台灣

與捷克雙方也都非常積極發展生

物科技，葛德凱認為，諸多產業

都是未來雙方合作可以加深著墨

的地方。

最後，葛德凱不忘提醒台灣

廠商，歷經捷克政府在各方面的

努力，捷克已經成為一個很先進

的經濟體，不僅高科技發展具有

前景，捷克傳統既有的優勢也沒

有絲毫改變，該國位處歐洲心臟

地帶，可讓廠商短時間內將貨物

及服務送抵歐洲各國客戶手中。

此外，捷克不僅能提供訓練有素

的勞動人口，薪資水準依舊比鄰

近西歐國家還低，甚至比波蘭跟

斯洛伐克都低。優質的投資環境

及深具潛力的內需市場，再加上

捷克正與台灣談洽簽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因此，捷克是台灣廠商

值得考慮的投資地。■

腦系統，提供駕駛更方便、更安

全的操控性能，以及增加更多娛

樂功能。由於捷克擁有歷史悠久

的汽車製造傳統，更有百年歷史

的Skoda汽車品牌，台灣廠商則

在車用電子領域有很強的技術能

力，未來，雙方如果能夠就車用

電子領域進行互補合作，勢必能

夠搶進未來龐大的智慧汽車產業

商機。

除了在智慧汽車產業的合作

之外，葛德凱認為，捷克跟台灣

在其他先進高科技產業，也應該

可以開發出更多的合作機會。葛

德凱說，過去幾年，台灣在推動

綠能及生物科技上不遺餘力，兩

國也都面臨人口老化等社會結構

改變的問題，因此新興高科技產

業像是奈米科技、生命科學、醫

療、生物科技及綠能等，台灣跟

捷克都很重視，也相繼投入。舉

例來說，在綠能產業方面，台灣

成長動能。

葛德凱也看好台灣工具機

產業。「台灣工具機產品性價比

高，所以一直是捷克工具機的主

要來源國，尤其前幾年捷克基於

經濟快速發展出現大量工具機需

求，更將台灣工具機廣泛應用到

該國的各製造業上。」葛德凱指

出，工具機產業是台捷雙方貿易

中發展最快速的一塊，未來前景

可期。

結合軟硬體優勢  

台捷共創未來

提到台捷雙方未來的合作，

葛德凱認為，由於過去幾年捷克

與台灣在經濟及產業發展都出現

很大變化，所以未來合作最重要

的工作，就是探索、思考各種合

作可能性，結合雙方優勢，創造

雙贏。

「來台灣3年多，我對台灣產

業了解頗深，兩國在產業發展上

擁有許多共同點，例如雙方都重

視創新跟研發，」葛德凱強調，

捷克擅於研發，並努力加強產品

市場化的經驗；而台灣廠商有很

強的硬體製造能力，也具備快速

商品化的能力，因此雙方合作若

能善用台灣製造能力，結合捷克

研發優勢，可以快速攫取全球市

場商機。

葛德凱進一步以雙方未來在

智慧汽車產業的合作為例指出，

現在幾乎所有高檔汽車都配備電

面對快速崛起的智慧汽車趨勢，台灣與捷克應可加強在車用電子領域的合作，共創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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